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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 中

期迄今
,

一 在

冶金工业布从事
冶金地质专业的

技术管理工作

我国金矿资抓的特点是 分布广
、

类型杂
、

中小型矿床居多数
。

文中

报述和列举了我国金矿元甲主要类型的成矿特征及其在工业利用上的经济

意义
。

这些类型是 石英脉型
、

破碎蚀变岩型
、

斑岩型
、

火山 岩型
、

成

盐型
、

砂金型和伴生金
。

从工业利用上粉
,

全国货金年产 的 采 自岩

金
,

砂金占
,

伴生金 占
。

就我国今后找金矿的前最和地质工作部

问月
,

作者提出 要从现实出发
,

续缝侧 扩大最有一在远景的破碎蚀

变岩型和石英大脉 复脉
、

脉带群 型金矿床
。

从长远考虑
,

要进一步采

取措施
,

加强科研工作
,

侧定舰划
,

有 目标地探索世界型的金矿床在我国

突破的可行性和现实性
。

我国有着悠久的采金历史
。

多年来
,

经过大

皿的地质勘查和科研工作
,

探明了丰富的黄金矿

产资抓
,

黄金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

黄金是硬

通货
,

在国际贸易中是一种最重要的支付手段
。

尤其是在我国实行
“

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
”

方针

和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现阶段
,

黄金对稳定

国民经济
,

促进建设发展
,

更具有重要意义
。

为

此
,

国家提出要大力发展黄金事业
。

要发展
,

就

漏要有足够的黄金资源
,

但就 目前我国保有的黄

金偏 来看
,

远满足不了今后长远发展之需求
,

亚需大力加强找矿工作
,

扩大黄金资源
。

兹结合

我国黄金矿产资源的特点
,

对今后找金工作提出

几点看法
。

类型特征

根据我国当前对黄金资源在经济上的使用情

况
,

大体可分为如下几个类型

石英脉型 这是我国金矿床中最常见的一

利类型
。

分布广
、

数 多
,

斌存条件复杂
,

形态

各异 有大脉
、

网脉
、

细脉
、

复脉和脉带群等
,

是这类矿床的特点
。

矿床多产于太古代鞍山群
、

建平群
、

太华群和胶东群等变质杂岩中
,

成矿围

岩多是 , 含铁
、

镁质的变质岩
,

如角闪斜长片麻

岩类
、

斜长角闪岩和花岗混合岩类
。

矿床受构造

控制明显
,

往往处于背斜或向斜的轴部
、

两具倾

没端和两组断裂的交叉部位
。

控制矿体展布的含

矿断裂
,

多为挤压带
、

张扭性和压扭性断裂
。

在

一个矿区内
,

往往有石英脉成群
、

成带分布
,

矿

脉常见尖灭再现
,

呈雁行状排列
。

多期成矿作用

明显
。

含金脉体一般长可达数十
、

数百
、

甚至上

千米以上
,

厚数厘米至数十米
,

品位数至数十克

吨
。

蚀变以硅化
、

绿泥石化
、

绢云母化
、

黄铁

矿化为主
。

金属矿物组合主要是黄铁矿
、

黄铜矿
。

石 英单脉型
—

以单脉形态产出
,

有分枝复

合
,

矿体常与脉体一致
,

斌存部位有的在脉体上

下一侧
,

也有的在中间
。

主要特点是矿体单一
,

中小矿居多
。

石 英复脉型

—含金石英脉赋存在挤压片理

带中
,

受构造影响分枝复合频繁
。

矿床是由单脉
、

复脉
、

网脉的综合体组成的脉带
。

矿体赋存于石

英脉和蚀变围岩中
,

形态复杂
。

矿床规模一般

较大
。

这 种类型的金矿在我国虽然分布广泛
,

但多

集中在北方
,

如吉林
、

辽宁
、

山东
、

河北
、

内蒙

等省 区
。

滋碎蚀变岩型 这是我国比较重 要和特殊



的一种类型
。

矿床严格受区域性断裂构造控制
,

矿化围岩为中一酸性岩浆岩
、

变质岩
、

混合岩
。

矿体多产于斜长角闪岩
、

混合岩化斜长角闪岩
、

混合花岗岩的破碎蚀变带中
。

蚀变作用以硅化
、

黄铁矿化和绢云母化为主
。

蚀变强度自矿体中心

向两侧依次减弱
,

有明显的分带现象
。

矿体多赋

存在构造断裂横切或交叉部位的黄铁绢英岩中
。

金属矿物以黄铁矿为主
,

有的也有黄铜矿
、

方铅

矿等
。

矿石多呈浸染状
、

细脉浸染状或网脉状
。

这种类型矿床规模大
,

矿体长一般数百至千

米以上
,

厚数至数十米
。

我国鲁东隆起
、

华北准

地台分布较多 近年来在江南古陆上也相继有所

发现
。

斑岩型 这类矿床与时代较新的中酸性小

侵入体和次火山岩在时间
、

空间和成因上关系十

分明显
。

矿床多产于褶皱带内火山岩发育的地区
。

围岩蚀变有硅化
、

青盘岩化
、

白云母化
、

高岭土

化
、

绢云母化
。

矿石主要呈细脉浸染状
。

矿床规

模大小皆有
,

大者矿带长可达千米以上
。

这类矿

床主要产于黑龙江省
,

在吉林
、

河北等省也有发

现
,

台湾金瓜石金铜矿床亦属此类
。

火山岩型 这类金矿多分布于中生代凹陷

盆地两翼或断裂带附近
,

以及新期火山活动强烈

的地区
。

矿床受向斜或断裂控制
,

往往为后期断

裂所切割
。

已知矿床多赋存于白里纪至第三纪火

山沉积岩或火山岩中
,

围岩一般为安山岩
、

石英安

山岩和各种凝灰质岩石
,

受强烈热液蚀变
,

青盘

岩化最为突出
。

目前已知矿床不多
,

规模不大
,

形态不一
。

产于我国东北地区
,

近年来在河南熊
耳群中也有突破

。

碳酸盐型 矿床产于前展旦纪变质岩系上

部的条带状白云质大理岩和厚层状大理岩中
。

该

类型矿床规模小
,

矿化复杂
,

分布不广
,

目前仅

见于吉林
、

河北等地
。

渺金型 砂金大体可分为残积
、

坡积
、

洪

积
、

冲积
、

滨岸和冰川沉积等
,

在我国北方分布

软犷
,

近年在南方也勘查了一些砂金矿床
。

这些矿

床大多是近代冲积型砂矿
,

具有一定层位
,

与河

流地貌条件关系密切
。

砂金矿床多分布于河流中

上游的主干河床及其支流的河漫滩与阶地冲积层

中
,

金主要赋存于冲积层下部基岩顶部的砂砾层

内
。

河谷开阔
,

河曲漫滩发育
,

加之构造
、

侵蚀
、

剥蚀作用形成的沟谷支叉等有利地貌
,

都是砂金

富集的地区
。

关于砂金的形成理论
,

近年来
,

由于对巨粒

金成因的探讨
,

提出了砂金矿床同样存在着金的

迁移富集作用
。

因为在砂金广为分布的地区
,

反

而找不到大量的原生金矿床
。

因此
,

在今后找矿

过程中
,

不仅要注意砂金矿成矿的各种有利条件
,

而且也要研究有利含金的矿源层
。

伴生金 我国的伴生金
,

绝大多数赋存于

各种类型的铜矿床中
,

如斑岩铜矿
、

夕卡岩铜矿
、

岩浆铜镍矿床以及含铜黄铁矿矿床等
,

也有伴生

于铅锌矿床及其它多金属矿床中的
。

伴生金的主

要特点是含量低
,

其使用的经济价值要视主金属

的开发情况
,

顺便综合回收
。

我国当前伴生金的

回收
,

主要来自铜矿和铅锌矿
。

近年来
,

在我国伴生金主要集中区的长江中

下游一带的夕卡岩铜矿区
,

相继发现了金铜共生

矿床
,

大大提高了矿床的经济价值
。

经 济利用

就我国金矿资源的结构来说
,

主要是由岩金
、

砂金和伴生金构成的
。

各类金矿的储量比见表
。

班

葵玉 否蔽该面藕百瓦
金金岩砂

伴生金

我国当前黄金产生利用的主要是岩金
,

近年

来砂金产量虽有所增长
,

但幅度不大
。

据现有重

点和地方生产矿山和在建
、

拟建矿山统计的各类

金矿利用情况如表
。

尽管每年黄金产量有所不同
,

但近年全国黄

金产量总的结构变化不大
。

不同类型金矿的产量

比见表
。

就世界上已知金矿类型来看
,

大体可分为含

金砾岩型
、

太古代绿岩型
、

元古代硅铁建造型
、

卡林型 含微细金
、

浸染型
、

火山岩型和砂金等
。



裹

类类 型型 占利用矿山山 占岩金总总

总总总个数
,

个数
,

岩岩金金

其其中 石英脉型型

蚀蚀变岩型型型

其其 他他他他

砂砂金金金金

班

类 型 占全国年产黄金总
,

伴生金

其中以含金砾岩
、

绿岩型
、

卡林型为主要
。

这些

类型的金矿一般都是大型
,

储量有的可达数百至

千吨
。

就世界上一些主要产金国家开采的情况来

看
,

南非
、

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等国主要是

开采岩金矿床
。

如南非的维特瓦特斯兰德砾岩金

矿
,

美国段木斯塔克
、

澳大利亚卡尔古力
、

加拿

大波丘播等绿岩型金矿
。

当前金产量居世界第二

位的苏联
,

主要是来自砂金
,

但自发现了穆龙套

金矿等几个大型岩金矿床后
,

岩金产量也上升到

一定的位置
。

从历史上看
,

各种金矿开采量的比

例各个时期有所不同
。

十九世纪前
,

主要是采砂

金
,

其产量约占世界总年产量的
。

二十世纪

初以来
,

又转为以开采岩金为主
,

其产量约占世

界总产量的
。

二十世纪后期
,

由于砂金开采

技术手段的提高
,

砂金产量又增加到 一 。

几 点看法

今后应结合我国已有的大型金矿的成矿特

点和成矿模式
,

进一步总结成矿规律
,

扩大找矿
。

主攻方向之一
,

可首先把重点放在扩大和突破蚀

变岩型金矿上
。

该类型金矿首先在胶东地区发现
,

经过多年实践
,

潜在远景很大
。

当前已探明的矿

床数虽不多
,

但所占储量比很大
,

形成的生产能

力占有重要位 置
,

经济效益也特别显著
。

近年步
,

在粤西
、

海南岛
、

河北等地也相继找到了各具特

点的蚀变岩型矿床
。

远景比较大的粤西金矿产于

展旦纪混合岩边部
,

矿床的形成与区域断裂和混

合岩化关系密切
。

矿体赋存于棍合岩一片岩中的

千糜岩中
。

金矿化直 接与硅化有关
。

金呈微粒状

浸染于细粒石英间隙或石英中
。

胶东的玲珑金矿

田
,

原来认为是石英脉型矿床
,

经过反复研究
,

证实了也有蚀变岩型金矿存在
,

形成了石英脉蚀

变岩复合 类 型 新的成矿模式
。

对比相似的成矿

条件
,

今后在辽东隆起
、

内蒙地轴
、

康滇地轴
、

江南古陆等地区
,

选择前寒武纪古老岩系分布的

地区加强研究
,

开展找矿
,

可能会有新的突破
。

主攻方向之二是
,

继续扩大和寻找石英脉

型中的大脉型
、

复脉型和脉群 带 型金矿
。

这

类矿床一般规模比较大
,

不论过去和现在
,

在经

济利用上均占主导地位
,

就是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

仍是举足轻重的
。

在山东
、

河南
、

河北
、

辽宁
、

内蒙等地区
,

近年相继找到了一些新的矿床
,

成

果显著
。

因为许 多地区具有这种矿床的成矿前提
,

当前急需加强对鲁东隆起
、

辽东隆起
、

山海关隆

起和秦岭地轴地区的找矿工作
,

以扩大远景
。

同

时
,

对我国南方的西北地区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

制订出进一步找矿的规划
。

力争在我国能找到世界类型的大金矿
。

年以来
,

世界上找到和发现了若干个新的大

型金矿床
。

如加拿大赫姆洛沉积变质型金矿
,

美

国麦克劳林金一汞型金矿
、

金坑卡林型金矿
,

与

火山岩有关的 日本菱 金矿
,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波格拉
、

利海尔岛金矿
。

这些金矿储量均达百吨

以上
,

有的达数百吨
。

在我国能否找到世界类型

的大金矿
,

在全国虽未广泛开展讨论
,

但当前确

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

有的认为
,

由于成矿地质

条件的不同
,

外国有的类型
,

我国未必能找到

有的认为
,

我国地质构造复杂多样
,

领域广阔
,

可能找到
。

不同观点的争论是有益的
,

结论性的

看法要靠实践来证实
。

关键是不能生搬硬套
。

多

少年来
,

我们都希望能找到一些新类 型 的 大 金

矿
,

因为它关系到我国黄金事业的发展
。

地质工

作者从科研
、

区域地质
、

矿床地质等方面做了大

二工工月了‘
‘

金金岩砂



量的工作
。

对卡林型
、

绿岩带型金矿也取得了一

些进展
,

但总的来说
,

还没有较大的突破
。

今后更需广开找矿思路
,

进一步加强基础地

质和科学研究工作
,

加强与有关单位的横向联系
,

选好靶区
,

明确攻关任务
,

制定规划 目标
。

结合我

国的成矿地质特点
,

选择有太古代绿岩分布的地

区
,

沿海中一新生代火山岩分布区
,

西南古一中

生代磁酸盐和砂页岩沉积建造分布区
,

元古代地

层 板溪群
、

辽河群
、

熊耳群
、

碧口群
、

会理群

等 分布区
,

作好成矿预测工作
,

找到世界类型

的大金矿还是有可能的
。

要重视共生金的经济价值
。

共生金是指那

些多金属矿床中金可以单独圈定矿体具有独立开

采价值的部分
,

它不同于伴生金
。

美国麦克劳林

金矿就是一个例子
。

该矿原是一个产汞的老矿区
,

后根据金
、

汞元素特殊的化学关系
,

在其附近又找

到了一个金一汞型大金矿
。

矿床与新生代构造一

岩浆活化有关
。

矿体产于蛇纹石化的岩体中和变

质火山沉积岩中
。

金品位可达到 克 吨
。

我国

的金
、

铜共生矿床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夕

卡岩型铜矿中发现的
,

过去对金的研究程度不够
,

而统称为伴生金
。

后来
,

在大冶
、

铜陵等地区相

继勘查了几个金铜共生矿
,

金
、

铜品位均可达到

一般工业要求
,

金
、

铜均可单独开采
,

也可共同

开采
,

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
。

对共生矿的评价
,

要注意其产状
、

形态
、

矿

彩赎且分
、

品位
、

规模及与其他共生矿的依存关系
。

共生金矿床在我国还有其他类型
,

如湘西的钨一

锑一一

金型多金属矿
,

开始按钨矿开采
,

金做伴生
,

现在早已做为金矿开采了
。

此外还有金一锑型
、

金一汞型等共生矿
。

总之
,

共生金矿的含金品位一般若能达到

一 克 吨时
,

即要考虑它的共生关系和是否具有

单独开采的经济价值
,

以及与其他金属共同开发

的可能性
。

注意和重视共生金矿的找矿和评价工

作
,

是扩大金矿资源不可忽视的一个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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